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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清 地 区 中新 生 代 盆 地

的形成演化与油气

龙 汉 春

�中国科学院长沙大地构造研究所 �

临清地区自三叠纪末一侏罗纪经历了拉张一挤压一拉张的交替更迭的地洼发展阶段
�

由于受边界条件

的影响
，

控制两个地洼盆地发展期构造活动是多因素的
，

在盆地内形成的构造期也因地而异
，

故其内部构

造显得十分复杂
�

两套地洼型含油气建造的存在
，

也因构造型相的差别
，

使其各凹陷的含油气性呈现出较

大的级别差异

临清地区系指河北山东两省接壤区
，

位于广宗断裂以东
、

聊兰断裂以西
、

清河一夏

津断裂以南和临漳一马陵断裂以北地区
，

包括丘县一魏县
、

冠县
、

萃县凹陷以及介于其

间的馆陶和堂 邑凸起等五个构造区划 �图��
。

这一地区在中新生代经历了由地台 向 地

洼阶段的演化以及地洼阶段拉张一挤压一拉张的交替更迭
，

形成了侏罗纪一早白奎世和

老第三纪两代地洼盆地及相应的含油气建造
，
复杂的构造演化史与复杂的构造特点

，
展

示了这一尚待勘探的地区具有良好的油气前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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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中生代地洼盆地的形成演化

本区中新生代地洼盆地的基底是古生界与三叠系
，
属地台构造层

。

三叠纪末一侏罗

纪初
，

华北地台活化解体
，

进入地洼发展阶段
。

从侏罗纪进入地洼阶段以来
，
本区经历

了拉张一挤压一拉张的交替更迭和新第三纪以来的总体沉降
。

第一次强烈拉张期发生在侏罗纪至早白噩世
。

沿清河一丘县一肥乡一临漳
、

临清一

冠县一大名及高唐一聊城一萃县一带形成三个狭长凹陷带 �图��
。

据钻探揭露
‘�

，
侏罗

系为灰白
、

灰黑色泥岩与灰色凝灰质粉细砂岩
、

砂岩和砂砾岩
。

厚 ���一���米以上
，

其

中暗色泥岩占三分之一左右
。

下 白翌统主要见于丘县凹陷及萃县凹陷
，
但岩性 变 化 较

大
。

丘县凹陷下白翌统厚逾千米
，
下段为棕色细砂岩

，
细一中砂岩夹棕色

、

棕红色泥岩

或砂泥岩互层 � 上段为灰
、

深灰一灰黑色泥岩
、

页岩
、

油页岩夹粉细砂岩和薄 层 泥 灰

岩
。

其中暗色泥岩和碳酸盐岩占��一��� � 在萃县 凹陷
，
下白坐统厚���米以上

，
南北岩

性有差异
�

北部如贾�井所见
，
下部为灰色粉砂岩

、

白云质和灰质细砂岩与紫红色泥岩
、

灰色白云质泥岩
、

泥质白云岩等 �不等厚 �互层 � 上部为灰
、

灰紫色细砂岩与紫红色泥

岩不等厚互层
。

南部以朝参�井为例
，
由下至上为紫红

、

暗紫红色泥岩与灰
、

紫红 色 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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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临清地区中生界地佳盆地 ��一�
， �凹陷分布图

��地层划分与厚度资料主要依地质部第二石油普查勘探指挥部石油地质大队 ����年 《 临清地区地质普查初

，
才

任
、

结报告 》 ，

文内其他地层资料出处同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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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岩
、

白云质泥岩互层 � 灰紫
、

深灰色泥岩与灰色粉细砂岩
、

浅紫红色粉砂岩互层及深

灰色灰岩与白云岩 � 泥质白云岩
、

白云质泥岩与浅灰色细砂岩
、

灰质粉砂岩不 等 厚 互

层
。

在邻近的南宫凹陷
，
下白平统还出现较多的火山岩

，
岩性主要为流纹岩

、

安山岩和

玄武岩等
。

上述各地岩性的差异性增大以及出现较复杂的火山喷溢
，
说明本区迸入早白

坚世后
，
地壳活动进一步增强

，

盆地进一步分割
，

标志着地壳演化已进入地洼激烈期
。

晚白垄世
，
本区由拉张转为挤压

。

其时临清以至整个渤海湾地区都总体隆起遭受剥

蚀
，
气候也变得干旱

。

中生代地洼盆地萎缩并趋消亡
，
完成第一代地洼盆地的演化

。

因

此上白里统仅分布于丘县凹陷的局部地段
，
最大残厚���

�

�米
，

岩性为砖红色砂岩泥岩及

砂砾岩
。

它是丘县凹陷早白奎世较深湖泊的残留山间盆地
。

二
、

新生代地洼盆地的形成演化

老第三纪古新世
，

本区仍继承晚白垄世的挤压隆起状态
，
缺乏沉积记录

。

但古新世

晚期至始新世早期 �即孔店期 �
，
临清地区以至整个渤海湾地区

，
地壳再次出现强烈拉

张
。

以聊兰断裂和太行山前断裂为东西边界
，

其东侧的阳谷一荷泽隆起 �地守 �和西侧

的太行山隆起 �地弯 �强烈上升
，

中间的临清地区以至整个渤海湾地区强烈裂陷
，
形成

一系列拉张型 �裂谷型 �盆地
。

在这一系列的拉张盆地中
，
由于北北东向和北西西向断

裂的相对活动
，

进一步造成盆地内部的构造和地貌反差
，
但总的特点仍继承中生代地注

盆地的北北东向延展
，
北西西向隆凹相间的三凹两隆构造格局

。

孔店期拉张活动开始
，
临清地区的明化镇一广宗断裂

、

临西断裂
、

德州一临清断裂
、

冠县断裂
、

堂 邑断裂及聊兰断裂等北北东向断裂再度活跃
，
形成丘县一大名和聊城等小

型山间盆地
，
沉积了孔店组

。

由于分割性强
，
互不连通

，
因而岩性和厚度变化都很大

。

丘县一大名一带孔店组为深灰
、

褐及紫褐
、

棕红色泥岩与粉砂岩
、

细砂岩互层
，
厚 ���

一���米
。

聊城地区及其以北的德州凹陷
，
孔店组为灰白色

、

浅棕色砂岩与棕红色 泥 岩

互层
，

并夹火山岩和火山碎屑岩
，

岩性主要为玄武岩
、

安山岩
、

英安岩
、

凝灰岩及凝灰

质砂岩
。

韩�井揭露厚���
�

�米
。

沙四期继承孔店期的构造格局发展
，
但沉降范围进一步扩大

，
由孔店期孤立的山间

凹陷扩展为几个比较开阔的沉积凹陷 �图��
。

如临漳一肥乡一魏县间
、

威县一曲 周 一

丘县间
、

临清一冠县间
、

聊城一高唐间都是始新世沙四期的几个深凹陷或沉降中心
。

在

这些凹陷中发育了一套下粗上细的红色碎屑岩建造
。

下部为灰色
、

浅棕色砂岩
、

砂砾岩

和砾岩为主
，

夹红色泥岩并含石膏 � 上部以紫红色泥岩为主
，

与浅灰
、

浅棕
、

灰绿色粉

砂岩及灰色泥岩不等厚互层
。

在高唐以北的德州凹陷
，
沙四段还发育中酸性火山岩

。

沙

四段与孔店组整合接触
，
而与上覆地层呈不整合关系

。

在孔店一沙四期
，

北西西向的广宗一清河一夏津断裂和临漳一马陵断裂也 有 所 活

动
，
造成临清地区与南北邻区发育情况的差异

。

当时的构造地貌反差是南升北降
，

由北

向南作阶梯式上升
�

临北地区相对临清地区地势低平
，
孔店一沙四组最发育

，
以较深湖

相沉积为主
，

并含较多的石膏
、

泥质白云岩和油页岩
，
暗色岩占三分之二以上

， 一

与临清

地区迥异 � 内黄一东睽地区相对临清地区又显得高峻和闭塞
，

孔店一沙四段沉积发育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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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临清地区古新世晚期至始新世 ���一�
� ‘ �沉积分布图

�
�

沙四段分布区 �
�

沙四段与孔店组分布区 �
�

钻孔编号及沙四段�分子 �与孔店组 �分母 �厚度资料

�
�

同说明�
，

但钻孔未穿过沙四段
，

孔店组厚度不详 �
�

孔店组尖灭线 �
�

隆起缺失区

差
。

临漳一马陵断裂两盘南升北降强烈
，
控制了魏县一临漳一成安及肥乡一广平的深凹

陷发育
。

渐新世时
，
北北东向断裂继续保持拉张

，
控制了新生代盆地的发展

，

沉积范围进一

步扩大
。

以馆陶凸起为界
，
东西两侧盆地发育有所差异

。

西部的丘县凹陷
，
由于古新世

一始新世时曾起南北分段作用的广宗一清河一夏津断裂反向活动
，
由南升北降变成北升

南降
，
北部的南宫凹陷结束演化而隆起 � 南部的临漳一马陵断裂北降南升幅度大 ， 东西

两侧是馆陶凸起和广宗凸起
，

致使丘县凹陷为一大型山间盆地
。

但其南北可能不全封闭

与东部凹陷沟通
。

东部的冠县一萃县凹陷由于临清
、

聊兰断裂活动强烈
，
形成靠近该二

断裂的两排深凹陷
，
其间的中央隆起逐渐发育成堂 邑凸起

，
使冠县 凹陷和萃县凹陷分离

成两个独立凹陷
，
但其北部可能相通 �图��

。

总地势为南高北低
，

往北与德州凹 陷 及

济阳拗陷连通
。

由于馆陶凸起对临清地区的分隔作用
，

其东西两侧沉积环境也有差异
。

东部冠县凹

陷和攀县凹陷具有渤海湾地区的一些基本特征
。

如沙三段和沙一段暗色岩及 白 云 质 灰

岩
、

膏盐等特殊岩性层段较发育
，

是浅湖一较深湖相及盐湖相沉积
，
间有因海漫后迅速

撤退形成的泻湖式沉积
。

沙三段下部为灰黄
、

灰白
、

灰黑色生物灰岩
、

鲡状灰岩
、

泥灰

岩与灰色粉砂岩细砂岩及泥岩
，
局部地区夹硬石膏片或团粒 � 中部为紫红

、

深灰色泥岩

与粉砂岩互层并夹灰黑色油页岩
，
其沉积环境在较深湖

、

半咸湖
、

浅湖
、

滨湖之间交替

变化并保持以沉降为主
，
沉积物具有厚

、

细
、

暗的特点
，
最大厚度���

�

�米
，

其中暗色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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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临清地区渐新世沉积 ��
��一 �一���分布图

�
�

沙河街组 �沙一
、

二
、

三段 �分布区 �
�

东营组与沙河街组分布区 �
�

钻孔及东营组

�分子 �和沙河街组 �分母 �厚度资料 �
�

东营组尖灭线 �
�

隆起缺失区

岩占���一���
。

沙二段为河流一滨湖一浅湖相交替变化
，
下部为浅棕色粉砂岩

、

细砂

岩与浅棕色泥岩互层
，

上部为深棕色泥岩为主夹浅棕色粉砂岩
、

最厚���米
。

沙一 段 又

恢复浅湖一较深湖一半咸湖环境
。

岩性主要为灰一灰绿色
、

浅棕一棕褐色泥岩与粉砂岩

互层 � 中部为浅灰色泥灰岩
、

灰质鲡状白云岩
、

生物灰岩
、

油页岩等
，
局部地段还有玄

武岩
。

最大厚度���
�

�米
。

东营组又恢复河流一浅湖相
，
红色岩类增多

，
主 要 为棕红色

泥岩
、

粉砂质泥岩为主
，
与浅棕

、

灰绿色粉砂岩互层
，
一般厚���一���米

。

馆陶凸起西侧的丘县凹陷是一种山间盆地的沉积环境
，
沉积物显得又红又粗

。

沙三段

为浅棕色
、

灰色
、

紫红色粗粉砂岩与泥岩互层
，
广参�井还见该段下部含较多的重 晶 石

和天青石
，
上部含硬石膏

。

最大厚度���米
。

沙二段为浅灰
、

灰白及棕黄色粗砂岩
、

粉砂

岩与棕红色和灰色泥岩互层
。

下粗上细
，
普遍含重晶石和天青石

。

最厚达��� 米 � 沙 一

段为紫红
、

灰绿色泥岩
、

砂质泥岩与紫红色泥岩
、

粉砂岩
、

细砂岩互层
，
局部地段含生

物灰岩， 东营组以紫红
、

棕红
、

灰绿色泥岩
、

砂质泥岩为主
，
与浅棕

、

灰绿色粉砂岩
、

泥质粉砂岩互层
，

底部夹灰质细砂岩
，
属河流一浅湖相

，
厚��一�� 。米

。

不论东部或西部
，
东营期时盆地已开始萎缩

，
沉积范围缩小到几个孤立的中心

，
厚

度也大为减小
。

渐新世末
，
整个华北地壳再次总体抬升

，
遭受剥蚀夷平

，
因而结束了早第三纪地洼

盆地的演化
。

进入新第三纪后
，
临清地区构造活动趋向宁静

，
拉张和翘倾活动 基 本 停

止
。
从新第三纪中新世开始

，
临清地区随渤海湾地区一道总体沉降

，
呈现一片广阔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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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地貌景观
，
而且东西两侧的鲁西地夸和太行地穿及

一

�匕部
�

�英辽地弯迸一步上升
，

成为渤

海湾地区的沉积物源区
，
在渤海湾地区沉积了厚达丁米以上的新第三系和第四系沉积

。

临清地区新第三系和第四系厚达����一����米
，
作为很少变动的平缓盖层掩埋了中新生

代的地洼盆地及盆内的构造反差
。

由上所述
，
临清地区分别于侏罗纪一早白王世和老第三纪经历了强烈拉张和两代地

注盆地的演化
，
形成了上下迭置的两套地洼型含油气建造

，
因而临清地区成为典型的双

旋回地洼盆地
。

三
、

盆地构造型相特点

临清地区中新生代地洼盆地 �凹陷 �具有断拗或断陷的成因特点
，

在剖面上呈箕状

或地堑
。

沉降中心及其所形成的深凹陷都位于当时断裂活动强度大的主断裂一侧
、

呈不

对称形态
，
但不同位置的剖面又具有不同的特点

。

总的趋势是
�

盆地中部及其 以 北 以
“
东倾东落断层

”
活动较强

，

各凹陷沉降中心偏向
“
东倾东落断层

”
一侧

，
凹 陷 中 的

沉积西厚东薄
，
可以广宗一冠县一聊城音�面为例 �图�� �� 南部以

“
西倾西落断层

”
活

动较强
，
各凹陷沉降中心偏向

“
西倾西落断层

”
一侧

，
凹陷中的沉积东厚西薄

，

可 以肥

乡一馆陶一阳谷剖面为例 �图�� �
。

因此
，

整个临清地区盆地内部构造显得十分复杂
。

在上述两种情况的过度地带
，
地层受到扭力作用

，
可能构造更加复杂

。

互三二万下 刃不万一

于丈月
一乌址 止

一，
一

二一 � ��� 价 人�

贝夕 ��砧
�

皿
一

岁 山 �
�

‘份 �
、

�

厂
‘

宗凸起 丘县凹陷 馆陶凸起 冠县凹陷 堂邑凸起 节具四阶 �
一

��宁子一
，，�起

丘县凹陷 冠县凹始

�矛

堂邑凸起 够县凹陷 阳谷凸起

图� 临清地区的两条地震剖面 �据胜利油田地调处资料
�

�

广宗一冠县一聊城剖面 �
�

肥乡一馆陶一阳谷剖面

丘县凹陷和萃县凹陷盆地的构造类型变化很有典型意义
，

简述如下
�

丘县凹陷主要受北东向的广宗断裂和临西断裂控制
，
但不同地段具有不同的凹陷形

态
。

北段是双断式断陷盆地
，
靠近东西两边界断裂形成不对称的两个次级凹陷

，
中间是

一个由潜山和断鼻构成的低凸起带
。

北段西侧是威县次凹
，
受广宗断裂控制

，
该断裂造

成下古生界垂直落差达����米
，
下第三系厚达����米以上 � 东侧为临西次凹

，
受临西断

裂控制
，
沉降不大

，
下第三系仅厚�。 。�米左右� 中间的低凸起局部缺失下第三系

，

其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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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段也较薄
。

丘县凹陷中段
，
西界已超出广宗断裂南延部位 �此段广宗断裂活动强度减

小 �
，

为超覆接触 � 东界为临西断裂
，
活动强度大

，
控制了凹陷的发育

，
形成东断西超

的单断式箕状凹陷
。

丘县凹陷南段由于临西断裂断距变小
，

馆陶凸起消失
，
因此与冠县

凹陷南段构成一个统一的宽缓堑拗式盆地
。

中生代以后沉降中心一直保持在拗陷中心
。

老第三纪早期曾发育一组北东走向
、

西倾的阶梯状断裂
，

其下降盘靠断裂处所形成的小

型次级箕状凹陷中沉积了较厚沉积物
。

渐新世以后
，
次级断裂停止活动

，
凹陷 均 衡 下

沉
，
沙河街组广布于整个凹陷中

。

萃县凹陷受聊兰断裂和堂 邑断裂陷控制
。

但由于该二断裂在不同地段活动 性 的 差

异
，

使萃县凹陷不同地段也相应出现不同的构造形态
。

自北而南分段
，
由姜店

、

聊城
、

朝城三个次凹构成
。

姜店次凹是东深西浅的不对称双断式凹陷
，
堂 邑断裂在此 段 落 差

小
，
凹陷沉降中心偏聊兰断裂一侧

，
姜店以西��公里处为沉降中心

，
下第三系厚达����

米左右
。

聊城次凹为双断型凹陷
，

在两条主断裂附近 �聊城西南�公里及堂 邑东北�公里

处 �各自形成一个沉降中心
，
下第三系最大厚度���。米以上

，
其中古新世一始新世时东

凹沉降幅度大
，
渐新世时西凹沉降幅度大

。

朝城次凹由于堂 邑断裂活动小
，
基本上受聊

兰断裂控制
，
为一东断西超的箕状凹陷

。

沉降中心在攀县以东�公里处
，
老第三 系 厚达

����米以上
。

冠县凹陷南北不同
，
断层产状和地层翘倾变化较大

，
凹陷形态也随之发生变化

，
基

本属断拗式箕状凹陷
，
北部为西断东超

，
中段为东断西超 ， 南段与丘县凹陷连通为一较

大的拗陷
，

在凹陷与凹陷之间是凸起相隔
，
凹陷与凸起大致平行相间排列

，
长轴为北北东向

。

在各凹陷中的次凹 �深凹子 �之间为低凸起相间
，
构成一些局部圈闭

。

控制临清地区各凹陷发生和发展的几条主要断裂
，
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活动强度

，

但总的特点是垂直落差大
，

如据上古生界顶部地震反射波解释的断距 �垂直落差 �
，
广

宗断裂大于����米
，
临西断裂为���。米

，
冠县断裂为����米 � 堂 邑断裂为����米

，
聊兰

断裂为����一���。米
。

又由于这些断裂产状较缓
，
一般��

。

一��
“ ，
因此断层所造成的水

平拉张量略等于垂直落差
。

由此可知正断层强烈活动所造成的拉张效果
。

本区未发现逆断层
。

各张性断层在晚白坐世一古新世早期在挤压条件下虽有逆向活

动
，
但从古新世晚期又开始了拉张活动

。

四
、

从盆地构造演化看油气远景

评价油气远景的因素很多
，
但从盆地构造演化角度

，
主要看有无好的生油岩建造及

运储构造
，
即建造和构造

。

从临清地区盆地演化旋回看
，
它是一个典型的双旋回地洼盆地

，
形成了侏罗系一下

白坚统和老第三系两套地洼型含油气建造
，
每套含油气建造中具有多套生储盖组合

，
生

油层总厚大
、

油源丰富
。

特别是侏罗系一下白翌统
，
暗色泥岩发育

，
有很好的 生 油 前

景
，
尤其以丘县凹陷的中生界生油前景最好

。

新生界的地洼建造有沙三段和沙一段发育

暗色泥岩
、

白云质灰岩及膏盐等特殊地层
，
是很好的生油建造

，
主要分布于冠县和苹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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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油 实 验 地

凹陷
。

丘县凹陷新生界的沉积环境不如东部的冠县和萃县凹陷
，
但暗色泥岩也 占一定比

例
。

整个临清地区的盆地基底属地台构造层
，
是在地壳振荡运动的环境下形成

，
粗细韵

律较强
，

暗色泥岩也占有较大比例
，
尤其是石炭一二叠系海陆交互相的含煤建造

，
有机

质丰富
，
除了一部分可转化成油气外

，

还可能有煤成气的叠加和复合
。

基底中的上下古

生界之间曾有过长期的沉积间断
，
中奥陶统顶部的古风化壳及寒武一奥陶系碳酸盐岩

，

都是形成新生古储的古潜山油气藏最好的岩性条件
。

在华北这种油藏 类 型 已 不 泛 实

例
。

张性断层的发育
，
可使不同层系的油气上下串通

，
造成新生古储

、

古生新储或自生

自储等多种生储方式
。

而且由于构造活动的差异性造成多沉降中心及各深凹陷之间的局

部圈闭条件
。

根据 已知油区类似盆地的油气聚集规律
，
其油气聚集的有利地段是

� �
�

边

缘主断裂附近发育的断阶和滚动背斜带及由冲积一洪积扇
、

裙组成的构造一岩性带 ， �
�

深凹陷中同生断裂与浊积岩构成的构造一岩性带 � �
�

断陷盆地的中央隆起带或深凹陷之

间的局部水下隆起带� �
�

断拗型盆地斜坡带发育的断鼻和三角洲岩相带 � �
�

凹陷中次级

断层造成的断棱与潜山带 � �
�

凹陷内两种剖面类型转换带 �如同一凹陷
“ 东断西超

”
与

“ 西断东超
”
的转换带

。

这些地带都可能是有利的油气聚集带
，
应成为重点探查靶区

。
�

因此
，
根据盆地构造演化特点

，
临清地区具有 良好的油气远景

。

从总体上考虑
，
馆

陶凸起以东
，
应以老第三系

，
特别是沙三段和沙一段为主要目的层系

，
同时兼顾中生界

的生油问题 � 馆陶凸起以西
，
应以中生界

，
特别是侏罗系和下白平统上段为主要目的层

系
，
同时兼顾新生界的生油问题

。

不论东部或西部
，
都要注意古生界一三叠系地台构造

层的油气迭加
，
特别是晚古生界煤成气的叠加复合问题

。

本文的部分实际材料引自胜利油田
、

华北油田
、

中原油田
、

石油物探第二勘探指挥

部和地质部华北石油局等单位的工作成果
，
研究过程中又得到陈国达教授指导

，
谨致谢

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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